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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趨勢 

綠色 E 化關鍵報告 
張佩婷* 

 

摘 要 

針對電子電機產品的歐盟環保法規已執行數年，從早期人為化的因應到現在 E

化已成為不可或缺的管理幫手，其過程皆為台灣的業界先進們共同努力的成果。雖

然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發展已臻成熟，但隨著環保法規的持續發展，再加上累積了

實務上的經驗，企業在應用系統時面臨了更深一層的問題，且在綠色流程管理中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企業倘若能更了解其應用面細節，將得以讓綠色 E 化系統更

符合實際作業流程，發揮更大的管理效益，即使在這不景氣的年代仍可保有一定的

競爭力！  

 

 

 

 

 

【關鍵字】綠色供應鏈、RoHS、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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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年來，世界各地的氣象都在不斷刷新各國紀錄；如，歐美夏季氣溫飆高，甚

至出現罕見的 40℃、50℃的溫度，冬季溫度則幾乎向下破表；亞洲國家亦不遑多

讓，水災旱災輪流來，造成農地難以有效耕作，造成許多家破人亡的慘劇。  

人們想到環境保護時，最先想到的不外乎是水土保持。殊不知，對於環境影響

最大的其實就是我們日常使用的產品，尤其是 3C 電子產品；3C 產品除了使用時會

產生不好的能量(例如：電磁波)，更重要的，其使用的電子零件及材料，往往含有

對人體有害的物質，並默默的殘留直至內化到環境中。  

試想，若您已使用二、三年的 NB，當初未做好品質控管，鍵盤材料用了劣質

的油墨及塑膠件，裡面所含的鉛或鎘等有毒物質的含量可能超高，但您可能永遠都

不會知道。可是當您邊打報告、邊吃東西時，鉛與鎘就隨著美味一同下肚，造成對

您個人的影響；更可怕的，當 NB 走到生命盡頭進行回收工作時，鍵盤如果未能妥

善回收，可能於燃燒過程產生戴奧辛；或因不當掩埋，鉛與鎘的毒性就會與空氣或

大地充分結合，最後影響生態，進而影響到我們週遭的環境與生靈。  

二、綠色浪潮的影響 

2.1 世界環境變化 

台灣早在 30 年前成立新竹科學園區時，就已經註定成為世界電子電機產業大

國；即使區內工廠多以代工為主，但仍然是各國品牌商大量依賴的對象。然而，通

常工廠在哪裡，污染源就在哪裡。因此在環保意識抬頭的現代，台灣不得不面對污

水排放以外的環境問題；這些問題，部分甚至已超越了國內法，而更廣泛地牽涉到

國際法規以及貿易問題。  

在早期，台灣為了工商業發展，部份過程犧牲了環境來滿足人們的需求；現階

段，則因為快速的現代化而造成人類生活環境品質急遽下降：臭氧層被破壞、溫室

效應、極地冰山溶化、廢棄物污染等問題，嚴重地威脅到地球生命的延續。永續發

展的理念便在這樣的情況下，由環保先驅的歐盟各國開始提倡發展出來；為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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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貿易，台灣廠商不得不遵循國際的環保規範。  

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導引出社會大眾對於企業生產責任轉變的提倡，同時也影響

到民眾對於消費型態的要求。由市場角度觀察綠色產品的生產，發現消費者才是最

重要的關鍵。由消費者的強烈需求出發，促使廠商將環境考量納入其產品的設計，

從產品的源頭出發來表彰保護環境的堅持，此為綠色設計最主要的趨動力。從這樣

的角度出發實為一個正向的循環，不失為一個製造雙贏的開始。  

台灣在這一波綠色浪潮的推動之下，也開始著手進行相關的因應對策。除了從

1990 年代初期開始的 ISO 系列外，在二十一世紀所要面臨的，則是有害物質的使

用、包裝、廢棄物的管理問題。台灣身為國際品牌商 OEM(代工製造)/ODM(研發製

造)廠的角色，若無法符合國外廠商的環保要求，在國際市場上將變得毫無競爭力。 

過去一、二十年以來，電機電子產品的設計不斷創新，其使用量及所產生的廢

棄物量也不斷上升。其實，電機電子產品可能含有數百種的化學成份，其中半數以

上屬於有毒物質，可能對於生物具有相當危害性；而當 3C 產品帶給人們愈多便利

性的同時，堆積如山的電子廢棄物則已成為本世紀重大環境議題之一。  

因此，全球有許多國家及組織紛紛提出環保對策來做因應。在前幾年，主要的

議題圍繞在 RoHS、WEEE 及 EuP，也就是低毒性、高回收及省能源三大指標。而

近年來，則又陸續加入了 REACH、碳排放等議題。  

2.2 綠色衝擊起源 

早期，各國針對環境的關注多以國內為主，主要即為一般常見的工廠工業污染

為考量。但隨著企業的國際化及貿易的普及，各國漸漸體認到環保不再只是單一國

家的事，而需以國際整體的觀點來考量。  

圖 1 為本文整理近年來較為重要的國際環保法規及其生效時間。對於台灣以製

造為主軸的電子電機產業而言，在前幾年關注的係以 RoHS 法規為主；但近一年的

焦點，除了 RoHS 仍是管理的基礎外，同樣控管有害物質的 REACH 及和能源相關

的 EuP 與京都議定書關切的溫室氣體也已成為新一波環保法規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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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際重要法規進程  

 

以 RoHS 的內容來看，法規的主要精神即在於歐盟所限制的十大電子電機產業

所出口的任何產品拆解至均勻材質下的任何零件皆需符合表 1 之基本要求，如果超

過標準則無法出口至歐洲；現階段除了歐洲外，其它地區國家也同樣以此為基準，

甚至更加嚴格。而所謂的「拆解至均勻材質」的意義在於：不能再用機械方式分解

成的材料。目前歐盟針對產品採樣認定之「均勻物質」主要劃分為下列三項，針對

REACH 的調查基準也是如此，因此在有害物質調查時，將不是以物料做為基礎，

而是拆解的內容：  

1.材料(material)：包括塑膠件、金屬件、陶瓷件等；  

2.元件(components)：電阻、電容等；  

3.組件(assemblies)：例如印刷電路板插件  (PC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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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RoHS 管制的六大物質  

物質 恕限值(PPM) 
鉛 1,000 
鎘 100 
汞 1,000 

六價鉻 1,000 
聚溴聯苯 1,000 

聚溴二苯醚 1,000 

 

在以往的文獻中曾提到，RoHS 可能影響台灣約 44 項的電子電機產品，受波

及的產品年產值將高達 4,000 億元。RoHS 限用的六項物質廣泛應用在鉛管、染料、

顏料、墨水、電池、保險絲、燈管、包裝件、塑膠件、橡膠件、安定劑、主機板等

電子組件上，半導體業的焊接技術也必須使用鉛，這項環保指令等於迫使電機電子

業必須全面革新製程，也增加成本壓力 [1]。若再加上 REACH，其管制的產業需加

入化學品製造商，因此影響的產值約會多出 240 億元 [2]。  

上述係以政府的角度估算受影響廠商所佔的整體產值。對各家電子電機廠商來

說，RoHS 所規定的六項以及 REACH 高關注物質(SVHC)15 項所帶來的檢測費用及

替代材料或製程的轉換才是企業最重視的成本。根據廠商表示，如果是組裝的產

品，一次檢驗費用可以高達幾十萬元，若未能達到標準，還需要再支付重測費用。

WEEE、EuP 相關法規雖早已生效，但對於台灣＂現階段＂影響尚未明朗。主要原

因在於，WEEE 係管理品牌商的回收，台灣品牌數量不多，且多透過外國代理處在

當地代為處理；EuP 及溫室氣體議題則由於運作相當複雜，因此目前也多委由政府

或民間輔導單位個案專門輔導，期望建立一個標準機制後統一實行。  

目前國際上許多資訊大廠，如 SONY、DELL 等都針對綠色生產訂定相關規範，

但各家的規定不一，而且檢驗費的成本亦將侵蝕業者的利潤。因此亟待建立完整的

資訊平台，包括相關的標準、檢驗方式，以及符合規範的上游材料供應商資訊等，

以協助業者妥為因應。台灣資訊製造業的生產工廠大多在大陸，由於資訊尚不明

確，對整個供應鏈體系而言，業者有點無所適從。例如 SONY 對於綠色生產已訂定

SS00259 規範，DELL 等大廠亦訂定相關規範，但其要求不一致。另外，部分貿易

商向供應商要求，所有輸往歐盟的產品均需進行檢驗；因為無法確認檢驗項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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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增加廠商的額外成本。尤其最上游的裝配業難以控管，所有的風險幾乎都是供應

商在承擔。業者需要有統一的資訊管道，提供整合的資訊的平台來因應。  

基於上述理由，本文針對 RoHS 及 REACH 做為分析的主軸。分析此二者之特

性，有下列 4 點是不容忽視的：  

1.RoHS 會定期檢討：歐盟雖然目前只設定了六項有害物質，但每年都會針對市場

狀 況 及 各 國 的 意 見 來 檢 視 是 否 有 修 正 的 必 要 性 ， 因 此 未 來 可 能 會 有 所 變 化 。

REACH 也面臨類似的趨勢。  

2.REACH 管制複雜：REACH 的高關注物質目前雖然只有15項，但如果詳讀法條

內容會發現，其針對不同的物質有不同的管理方法，如註冊、通報、檢測等，

除了檢測成本外，其它的管理方式也都需要成本；而 REACH 所包含的物質項目

更高達300種，廠商需要花費更多的成本去了解與執行，且也需隨時準備因應不

斷修正的高關注物質項目。  

3.區域法規只是其一：由圖2可得知，RoHS 及 REACH 等都是區域性的法規，但

對台灣的電子電機廠商來說，更大的衝擊其實是來自於下游品牌商的標準；品

牌商的標準通常較區域性法規來得更為嚴格。目前已出現高達上百項的物質檢

測要求。  

4.企業期待永續經營：企業為永續經營會不斷創新產品，而每項新產品下所使用

的新料件也都需要符合當時的環保法規。因此，綠色浪潮只會不斷湧上岸邊，

企業為求生存及競爭只能做好因應對策。  

 

ISO標準 ISO 14000、14001…

區域標準 RoHS、WEEE、EuP、REACH…

國家級標準 日本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

客戶標準 Sony:SS-00259 V.8…

 
圖 2  環保法規分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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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軸將放在「更成熟的綠色 E 化概念」，並以影響台灣最大的 RoHS

及 REACH 法規為分析基礎。使用的分析方法為 SCOR Model，但在 SCOR 的五大

管理流程定義將會依本文所對應的產業而有所修正，以求更符合實際情況。另，本

文特別提到「中心廠」一詞，此角色即為品牌大廠給予規範後，再彙整給更上游供

應商的中間廠商。  

所謂 SCOR Model，指的是 Supply Chain Operation Reference Model，在 1996

年由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SCC)提出，該協會成立的目的即是發展一個

跨產業的標準供應鏈模式，以幫助企業溝通、建立供應鏈的基本規範。SCC 稱他們

提出的標準供應鏈模式為 SCOR Model。  

SCOR Model 主張透過五項流程觀點：規劃(Plan)、採購(Source)、製造(Make)、

配送(Deliver)和退貨(Return)及績效評估指標建立與提供業界最佳實務來協助企業

建立本身供應鏈架構的工具。透過 SCOR 所定義出來之供應鏈模式，企業成員便能

透過 SCOR Model 來分析企業之供應鏈的架構及流程，並了解供應鏈成員之定位與

對供應鏈績效之間的影響 [3]。  

表 2 則以五大管理流程分析電子電機產業的 E 化現況及新產生的需求，並在

下一節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表 2  以 SCOR 模型分析企業面臨之問題  

SCOR 價值鏈階段 現況 新面臨需求 

P(規劃) 接單 業務可至系統上確認符合性 客戶希望隨時掌握進度 

S(採購) 設計 相關人員及供應商可至單一系統

上查詢及登錄物料資訊 
查詢及登錄資料更便利 

M(製造) 量產 系統可同時驗證數種法規 自動產出各式分析報表 
D(配送) 出貨 可快速匯出客戶所需報表 彈性匯出特定物料資訊 
R(退貨) 上市 系統化管理能充份舉證 結合內部稽核管理制度 

 

2.3 規劃面問題 
1.客戶不只要表單，更希望隨時掌控專案進度  

國際品牌大廠為了因應歐盟的環保規範，紛紛制訂出相關之嚴格法令，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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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部份皆為提供品牌而非自己生產製造，因此上游的原物料供應商及組裝廠等代

工廠才是真正面臨這些環保法規壓力的環節；品牌商將種種綠色規範釋出，要求台

灣中心廠達到，而中心廠便將這些規定移轉至再上游的供應商。這樣的作法其實是

將風險轉嫁給供應商，因而使得台灣的製造業供應商承受最大的供應鏈管理壓力。 

而對於已經 E 化的企業來說，系統提供綠色報表幾乎已經成為標準作業模式，

在出貨的同時，即會隨貨提供測試報告、承諾書及產品綠化報告。管理已如此完備，

在接單階段還會有何種需求呢？  

2.案例分析  

客戶開始要求試作後，即為專案管理的開始，客戶通常無法等到產品都量產了

後才追蹤產品的狀況，隨時都會需要業務單位或產品經理回報，但回報窗口不一定

有上系統查詢資料的權限，通常都得等其它部門人員提供資料。在這樣的情況下，

客戶無法掌握最新的進度，因此才在 E 化之後更衍生了一個來自客戶端的需求：希

望能上線隨時查詢產品資訊，包括符合性、文件繳交進度等。 

2.4 採購面問題 
1.單一 Portal，讓資料登錄及查詢更便利  

在執行 E 化初期，大家所關心的多為資料的收集及分析，在使用便利性上

的考量多排在較後面的順位。但隨著大家對於系統的依賴性提高，user-friendly

的概念即馬上成為系統進化的主要議題。  

2.案例分析  

在參與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建置時，由於經費及時程上的考量，綠色資料

集中在單一系統內，無論採購下單時要確認供應商符合性，或研發設計時對於

物料的承認，皆需要至單一系統內查詢；對於供應商來說，報價和回覆綠色資

料則為不同的系統，常同時需要記住不同的登入資訊。因此在此階段所衍生的

需求即為企業內部系統介接。  

舉例來說，採購下單時多在 ERP(企業資源管理系統)裡執行，但 ERP 內由

於沒有綠色資訊，因此採購常需要同時進入兩個系統檢視，造成許多不便；研

發人員也面臨同樣的問題，在進行零件承認的同時，多希望能在同一介面上審

核 所 有 文 件 資 料 ， 而 在 試 作 時 則 希 望 能 在 同 一 系 統 中 就 能 直 接 確 認 物 料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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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於供應商來說，其面對客戶時也常因為不同的文件或交易需求而需要登

入不同的系統，而無法在同一介面下同時查詢採購及綠色等資訊。基於上述需

求，將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整合企業內部其它系統成為綠色 E 化的下一個趨

勢，不見得每家公司都需要，因為系統整合本身就有難度，但一旦完整整合更

能夠加速流程效率。  

除了單一 portal 的需求外，如何讓供應商回覆資料更迅速確實也成為此價

值階段的一個重點。例如，除了登錄資料的畫面要能夠更雷同一般文書處理軟

體外，對於供應商在以物料做為處理基礎的流程中，依據的也多為本身的料號。

但在過去的系統中，因為以所謂的中心廠為中心，因此任何的操作邏輯多以中

心廠為主軸，料號是中心廠自己編的，供應商常需要自行判斷對應的內部料號。

這問題看似只為對應問題，但事實上，由於物料和產品組成及資料結構都息息

相關，一但判斷有誤，將可能直接影響資料的正確性，因此同時考量供應商的

操作習慣得以促進使用意願，提高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的效益。  

由上述客戶實例可得知，最大的問題並非供應商不配合，因為大多數的供應商

都願意繳交資料，但是資料該如何有效彙整、流通及應用才是最大的問題。  

2.5 製造面問題 
1.各式分析報表方便追蹤與報告  

中心廠在設計後決定量產時，由於量產單位和設計單位本屬不同單位，但

量產單位需確保量產時的產品是符合該客戶要求的，而通常客戶不只一個，因

此需滿足的客戶綠色要求是多樣的。在綠色 E 化後，系統多能做到自動驗證物

料及產品同時針對多數法規的符合性，但在真正量產前的專案管理階段，除了

客戶需要了解進度外，最主要的，企業內部也需要隨時掌控產品的資訊，且除

了資料庫外，企業內部在開會溝通時，最傾向以各式各樣的報表來分析。  

2.案例分析  

以筆者的客戶為例，會有固定時間需要針對產品的開發進度做報告並進行

檢討，包括週報告 /月報告 /季報告 /年度檢討。而這些報告往往需要產出下列各

式的交叉分析資訊(視每家公司需求而會有所不同)。而客戶更希望產出的報表能

直接以圖示展示，更能夠清楚表達訊息。這些相關的交叉分析資料都是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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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進 行 資 源 分 配 等 決 策 的 依 據 ， 因 此 更 進 一 步 希 望 能 夠 與 其 它 營 運 資 料 相 結

合，進而可以針對績效等內容進行計算及分析。  

(1)產品 /物料符合性比例。  

(2)文件繳交進度及比例分析。  

(3)以客戶別來分析產品進度。  

2.6 配送面問題 
1.確實提供量產階段供應商綠色資料  

除了歐盟相關法規之外，如前述，世界各國及品牌商也陸續宣布相關環保

法規，因此如果是以全球做為市場的公司，必須做好系統性及策略性的準備，

以 求 快 速 因 應 不 斷 更 新 之 規 範 。 現 階 段 綠 色 供 應 鏈 管 理 中 最 為 紛 亂 的 部 份 在

於：比較具有規模的公司，無論在歐洲、美國、日本，均訂立其本身獨特的規

範，雖然大同小異，但要求項目卻不盡相同；且各式客戶要求的表單相當複雜。

各中心廠在 ERP 內控管的 BOM 表(產品物料清單)組成可能有分廠區、替代料或

一料多供應商的情況，但在生產時，則需依照客戶的要求或實際的用料量產並

提交對應的報告。  

2.案例分析  

以擁有 10 家客戶的個案分析，每家客戶都會要求在產品出貨時，都必須檢

附整個產品中所有的拆解測試報告，且要在期限內；同時，這個產品所有的檢

測資訊都必須整理至其規定的 EXCEL 表上，方便客戶隨時檢視抽查。例如：一

年 10 家客戶，就至少有 10 種表格；若工廠一年生產 50 種產品，在各種產品皆

要提供給所有客戶的情況下，就要產出 500 份報表。在系統化後，很容易就可

以依客戶的格式產出報表，但產出報表時，如果完全依 ERP 內 BOM 表的組成

產出，將會有很多無用的資訊，甚至是機密資訊流出。因此雖然報表產出已經

自動化，但仍有以下需求：  

(1)希望依實際量產物料產出：因現行生產地多在兩岸三地，因此有時同樣的物料

會交由不同地區的供應商生產，甚至同一家供應商在不同的地區名稱不同，這

些物料細節資訊都應該清楚呈現在報表之中；再者，同一物料有可能會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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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同時提供，而實際生產時則不一定會使用到所有供應商的物料；因此，

在產出報表時，也希望只輸出實際下單的供應商物料資訊。 
(2)整機文件彙整不易：除了上述表格之外，客戶也通常會要求同時要提供出貨產

品所有的綠色文件，最基本的包括測試報告，更完整者還會包含承諾書、零件

承認文件等，過去的綠色供應鏈管理流程著重測試報告，但事實上客戶常要求

同時提供規格書等非綠色文件。因此，如何能夠配合實際量產的產品整機產出

所有文件，並能夠在報表上呈現相關資訊將是下一步的需求。 
愈上游的供應商所面對的表單種類愈複雜：客戶要求中心廠繳交公司承諾

書、綠色報表；中心廠要求供應商則多為各產品承諾書、測試報告、零件承認

文件、設計爆炸圖等。因此要求是複數成長的，如圖 3 可得知，愈上游供應商，

所需繳交的文件是累積其下游價值鏈的要求，如果這些文件無法隨著報表一起

產出將會帶來極大的困擾。   

 

 

圖 3  供應鏈文件整合複雜性  

2.7 退貨面問題 

1.整合資訊，降低出貨風險  

從退貨面的流程來看，即為風險分擔。而要達成風險分擔，則需要供應鏈

的共同配合。要能夠改善環境，有可能需要透過製程或技術的提升或替代，而

這都必須透過與再上游的供應商合作來達成。此外，供應鏈的上、下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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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是一部份環境性能的專家。透過供應鏈管理將這些資源整合起來，是達

成產品環境化目標最有效率的方法。  

許多領導廠商已專心致力於建置更為嚴謹及符合法規之綠色產品供應鏈，

藉此為企業帶來新的競爭力。但隨之而來則是要制定許多配套的管理政策，甚

至是系統導入，這些政策將對上游之供應商帶來直接衝擊，但如果無法把資訊

加以整合，對中心廠來說，當國際客戶稽核或抽查，甚至是產品發生問題時，

中心廠都將難以追溯，而無法有效舉證，最後則可能需要自行承擔退貨的風險。

而中心廠除了退貨，更嚴重者，還需依照各國法令所訂立的罰則來執行罰款或

行政、刑事制裁。此部份的資料可以參考附註的網站資訊 [4]。但，只要得以舉

證，便可以減輕，甚至免除上述的責任。要做到此點，英國官方所提出的 RoHS

盡職調查概念是相當重要的，且這樣的想法及作法可同時應用到 REACH 等相

關指令。  

根據 2005 年 5 月所發表的 RoHS 施行指南所示，企業必需採取所有合理步

驟，以達到「Due Diligence」，一般譯為「盡職調查」。意指：「確保你的系

統運作無誤，以及能夠證明之(Due diligence means ensuring that your system of 

checks works and that you can prove it.)。」面對客戶動輒退貨、罰款的強勢要求，

Due Diligence 即成為風險轉嫁與防禦舉證最佳的施行指南。但要如何達到防禦

舉證？簡單來說有以下三個要點 [5]：  

(1)Due diligence defense 盡職調查的防禦舉證。  

(2)Demonstrate taking all reasonable steps 呈現執行一切合理負責的步驟。  

(3)Information provided by others must be verified 需要查證其他人提供的資料。 
從英國的 RoHS 指南即可得知，用系統化的方式管理應較能夠解決風險上

的問題，這也是為何大多數的知名品牌商，例如：SONY、華碩等企業早在幾年

前 就 已 經 自 建 系 統 來 整 合 綠 色 供 應 鏈 資 料 ， 目 的 之 一 除 了 能 夠 提 升 作 業 效 率

外，目的之二即為能夠透過資料的留存與分析，充份揭露必要訊息，以明確區

分和上游供應商權責關係。  

依廠商以往的經驗能夠充份證明英國 RoHS 指南所提出的建議。在推廣綠

色 E 化的過程中，大部份的企業過去的作業多透過 EXCEL 或文件管理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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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即使後來導入綠色 E 化系統，仍然著重資料整理及驗證，而忽略資料分

析及風險評估。  

2.案例分析  

由廠商實際運作經驗為例，在風險計算時，常希望與內部的稽核系統相結

合，主要係以供應商稽核及內部抽驗為主。  

(1)供應商稽核：透過系統資料分析計算供應商及物料風險，例：某些供應商提供

的物料是屬於高風險材質，因此需特別標示，定期稽核及確認其符合性。常見

的分析因子多包括：供應商退件率、材質風險率、供應商文件達交率等。  

(2)內部抽驗：由於供應商將物料送至檢測單位時只為樣品，而實際交貨給中心廠

時是大批的物料，因此為確保進料的符合性，中心廠常利用 XRF 進行進料抽

驗，而這樣的結果也會希望與原先測試報告的資料相對應，以區分風險並加以

追溯或要求重新驗證。  

在本節所提及的需求，即為執行 E 化後客戶提出更深層的需求歸納。每家企

業所面臨的需求不會完全相同，處理的單位亦不盡然與本文完全一致，但仍希望透

過經驗的分享，提供各位業界先進在應用綠色供應鏈管理時的進階參考。  

三、業界解決方案趨勢 

3.1 問題及解決方案對應 

在上一節所提及的需求，筆者提出下列解決方案：  

1.專案管理機制  

每個新產品的開發都是一個專案，業務或產品經理接到客戶的要求後，首

先 需 確 認 的 便 是 現 況 是 否 能 符 合 客 戶 的 需 求 。 此 部 份 包 括 料 件 或 產 品 的 符 合

性，以及是否能夠提供完整的管理計畫確保專案的進度。而除了內部控管之外，

如果能夠同時透過權限的安排讓客戶皆能上線查詢產品進度及資訊，將得以讓

雙方的關係更為密切，也能夠及時掌握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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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希望隨時掌握
進度

查詢及登錄資料更
便利

自動產出各式分析
報表

彈性匯出特定物料
資訊

新E化需求

專案管理機制

自動驗證機制

資料應用機制

系統整合機制

解決方案

P(規劃)

S(採購)

M(製造)

D(配送)

價值流程

R(退貨) 結合內部稽核管理
制度

風險管理機制

 

圖 4  綠色供應鏈管理解決方案  

 

2.系統整合機制  

因應綠色浪潮需要供應鏈整體的配合，因為無論是選料試作、採購下單到

稽核驗證，都需要確認供應商所提供的物料、文件等資訊是正確、符合需求且

易追溯的，因此如要解決採購面資訊不透通且難以收集的問題，便需要從供應

鏈管理開始。而 E 化是第一步，整合所有相關的系統讓各單位能夠以單一介面

登錄及查詢資料則是 IT 應用的最終目標，IT 整合後，各流程管控上能夠更順

暢，因為資訊流更加透明；而對於供應商端的資料提供也是如此，但供應商因

為同時需要回覆不同流程段的資料，且可能需要相互參照，因此如果能夠即時

了解交易訊息及進度等資料，將有助於提升供應鏈管理層次。  

3.自動驗證機制  

中心廠即使能夠很順利的收集到供應商資料，如何能既有效率及效能的分

析資料的內容正確性、有效性，實為考驗中心廠的人員能力。再加上客戶的綠

色要求通常很多元化且易隨著時間更動，因此不定期的重新驗證實為必要；再

加上內部追蹤進度時也常需要有大量的分析報表來佐證；為解決此問題，如果

能夠透過系統自動驗證 input 資料並隨時 output 各式文件，將能夠有效解決分析

及溝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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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料應用機制  

試回想企業在導入 ERP 時的目的，即希望能統一資料收集、查詢及分析，

因此建立一個資料庫來管理產、銷、人、發、財的相關事務；對綠色資料的管

理也應該是同樣的概念。因為綠色的管理不外乎就是在現有的規格上又加入了

綠色的控管，因此無論任何單位，在原先作業流程 SOP 下都需要加入綠色的思

維，所以其仍牽涉到各單位的資料共享面問題，要能夠共享，才能夠在同一基

準點上溝通並追蹤進度。但除了在系統上共同查詢之外，更重要的則是產出給

客戶，而如同第二章提及需求，系統可自動產出所需報表，但常無法因應實務

情況彈性產出，因此如果能透過新的應用機制，確實分析業界產出報告時可能

面臨的要求，將能夠更貼近實務狀況，也能避免產出不必要的垃圾資訊。  

5.風險管理機制  

順利出貨之後，仍難以避免客戶端的稽核或抽檢，此時中心廠是否能夠確

實提供證明文件將成為稽核是否通過的重要關卡。舉例來說，曾有筆者的輔導

客戶提到，其客戶曾經在稽核時提出產品不符合規範的議題，但經過查證後才

發現，當初那批出貨的產品的時間點是需要符合上一個版本的規範，而非此版

本。由這樣的舉證才得以平息客戶的質疑，這也就是風險管理的概念，要能夠

快速提出證明資料，才能確保公司不會因為管理上的疏失而釀成大錯。而要能

夠清楚舉證，在前段的進料檢驗或供應商稽核要定期執行，才能確保資訊的有

效及正確性。  

3.2 電子化內容 

在本文第二節提及，目前許多企業在面對綠色浪潮時多以採行 E 化作法，但

事實上，就筆者對市場的研究，台灣電子電機廠商眾多，但實際執行 E 化的企業不

到一成，因此在本節將再針對 E 化的評估進行說明。目前業界在執行綠色 E 化作

業時，多會以整體做考量，而非只評估系統的導入。綜合過去廠商導入經驗，將綠

色 E 化的執行分作四個部份：  

1.確認公司策略  

如何主動、快速且確實回應客戶需求一直是企業經營的中心思想。在加入

了綠色概念後，各產業的因應從剛開始的雜亂無章到現在幾乎成為標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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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及資訊業者花了相當多的時間整合。但對於企業來說，除了要因應各國際

大廠的要求並向體系供應商收集資料外，更重要的還是「風險管理」的概念。

近年來，RoHS、REACH、ELV、碳足跡等概念的發展，對於產品從設計到產出

的影響十分鉅大，因此企業多希望能透過單一資料庫主動提供客戶產品的「履

歷資料」，並充份表達產品履歷資料產出的過程，以證明企業如何藉由價值鏈

整合及內部管控的模式降低整個體系的風險。  

而在確認公司策略後，業界多半會另外組織綠色小組來因應。這個小組是

跨部門的，多涵蓋品保、研發、採購、PM 或業務等單位，簡單來說，幾乎整個

內部價值鏈都需要參與。  

2.內部需求評估  

上述提到企業多會運用價值鏈整合的方式來達到綠色 E 化的目的，但首先

必須確認各價值鏈的現行流程及與其它價值鏈整合的目的及範疇。綠色浪潮所

影響到的價值鏈涵蓋從設計端開始，一直到出貨，此部份可參考第二節 SCOR

模組歸納的五大流程中所分析的問題。  

3.管理系統建置  

在確認電子化的必要性後，企業多會開始評估自建或尋外專業資訊廠商協

助建置。國際大廠由於資源足夠，因此多半早在幾年前便已自行建置系統，並

廣為要求各上游供應商配合執行。但大多數的企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常

會選擇依需求委外或以文管方式處理。大部份企業以系統化方式管理主要是因

為國際大廠電子化程度都很高，也很信任系統化所能夠帶來的管理面效益，因

此亦期望體系供應商共同完成產業鏈電子化的目標，共同提升競爭力。  

無論是哪種因應方式，系統的開發與導入多會經過下列幾個步驟：  

(1)需求誘導與收集  

企業無論是選擇自行開發或外購系統，在初期階段皆需要收集需求。這

部份的需求除了來自內部各價值鏈的流程考量外，另也需分析來自於客戶端的

需求，更重要的，企業多會參考標竿企業或同產業的作法。  

如果是在前幾年，顧問公司可能會建議自行建置系統，因為綠色 E 化市

場尚未成熟，因此企業只能相信自己；但幾年後的現在，如果企業要選擇像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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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廠一樣自建系統的話，通常預算都會被刪除，因為動輒一兩千萬元的軟體

開發預算在這個不景氣的時代是不會被允許的。但是綠色 E 化仍然是個趨勢，

因此外購已成熟的系統儼然已成為另一個選擇。而在選擇時，同時也要考量該

系統是否能符合本身的需求，這一切都需要企業內部的深度需求收集及確認。 

(2)軟體架構確認  

如果選擇自行開發系統，因可能是使用新平台或新技術進行開發，因此

為提升人員熟悉度，需定期舉行受訓及召開專案開發會議，確保人員能力。此

外，也需依需求的發展設計整體軟體架構，並由此引導出後續的系統分析與測

試的規劃；且透過新平台的使用，保留擴充的彈性，以預留未來衍生的新綠色

需求。  

接著便可以針對產品單位所提出來需求，技術部門進行系統分析，以確

認系統設計上的邏輯，並著手進行系統設計。  

(3)整合與測試規劃  

在系統開發的同時，技術單位需針對未來的單元功能及整合測試進行規

劃。包括單元及功能面測試，最後將同步進行跨功能及與 ERP 系統的跨系統

整合測試。  

(4)內外部教育訓練  

在此階段系統已接近開發完成的階段，接著就要執行內外部訓練，內部

人員即為當初所有可能關聯到的價值鏈的種子成員，再由種子成員分別進行訓

練；而外部的訓練，主要則為供應商的上線訓練。如果是選擇外購，從需求的

確認到實際的上線訓練便都交由系統廠商處理。  

整 體 來 說 ， 在 綠 色 E 化 的 管 理 概 念 上 多 以 MCD (material composition 

declaration)的角度出發，也就是企業在收集資訊時，會希望上游供應商能夠提供物

料所有的物質資訊，這些資訊多包括如圖 5 的內容。以 Adaptor 為例：  

1.基本資訊：多會要求重量、數量、產地、溫度等物料的基本訊息。  

2.承諾書：此部份在業界已愈趨多樣化，通常會需要同時提供數種承諾書，以全

公司、機種、調查的物質(例：RoHS、REACH、鹵素等)等為單位，以至於各企

業需常常留存大量共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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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測資訊：主要以測試報告的內容為主。  

4.成份表：每個拆解除了需符合客戶要求調查的有害物質之外，也多會被要求自

動宣告尚含有哪些成份(不一定是有毒物質)。  

以上這些針對物料及拆解的調查，都會直接和物料及原材料供應商相關，也會

關聯到其對應的產品，因此彼此間的連結關係相當重要。  

 
MCD

上蓋

基本資訊

環境關聯物質不使用證明-RoHS-全公司-製造商

無鹵調查表-Halogen-全公司-製造商

報告號碼

R123
測試部位

黑色塑膠

測試項目

Pb

Cd

R456 Black plastic Br

Cl

材質型號

ABS 
PA -705

原材製造商

台灣XXX

物質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daptor

拆解名稱

Other…

承諾書

拆解資訊 檢測資訊

成份資訊

 

圖 5  有害物質調查基本概念  

 

整體來說，綠色 E 化大致包括五大流程，如圖 6 所示。  

1.資料匯入：在請供應商回覆資料前，需先確認要進行綠化管理的產品、物料及

供應商，因為就歐盟的管理精神來看，如一般的辦公用品等副資材是不須管控

的。在確認管控範圍後，便可將相關連結匯入至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內執行後

續流程。  

2.規 範 管 理 ： 綠 色 供 應 鏈 管 理 的 宗 旨 主 要 在 於 產 品 或 物 料 與 客 戶 要 求 的 符 合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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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符合程度可依企業的需求自行定義之，因為部份物料可能是在有除外條款

的保證下而符合要求的，此時如果定義完全符合將無法實際呈現資訊的原貌。

但無論如何，要能夠進行分析，規範的彙整及建立是必要的。  

3.資料登錄：從圖5可得知，對於綠色供應鏈管理的主軸是 MCD 表格的相關資訊

及文件。此部份的資訊來源便是請供應商直接線上回覆，不但節省中心廠資料

整理的工時，也同時可協助供應商進行自我管理，隨時追蹤進度。  

4.分析驗證：在 input 資料進來後，系統會開始執行自動化驗證作業，計算出產品

及物料的符合性。  

5.報表產生：可依客戶及內部的需求產出各式進度表或產品報告。  

上述五大流程是綠色 E 化的關鍵流程，其中仍有許多執行細節是需要需求單

位及開發人員共同研擬的；幸運的是，業界及資訊業者對於這一部分認知的程度已

較以往來得深，因此無論在開發或應用上都有可參考之處。  

 

 

資料匯入

規範管理

資料登錄

分析驗證

報表產生

匯入物料/產品/供應商基本資料

設定客戶規範

登錄MCD資訊及文件

驗證MCD與規範符合性

產出綠色報表

 
圖 6  有害物質調查基本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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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子化效益 
1.質化效益  

在不景氣的年代，執行 E 化更重視效益，因為無論是自建系統或外購對企

業來說都是成本。質化效益如下：  

 

表 3  綠色供應鏈管理解決方案質化效益表  

大類 效益說明 

系統化進行流程改造，提升體系產能及決策品質 
提升作業效率 

體系間資料統一收集/分析/應用，快速回應客戶要求 

系統化作業降低人為風險，與客戶齊頭並行 

主動提供產品產證履歷，提升國際競爭力 

加強風險控管機制，增強客戶購買信心 
促進國際競爭 

風險及文件管理透明化，有效了解自身競爭力並予與提升 

系統化協助體系進行自我管理，強化供應鏈夥伴關係 
增強體系合作 

系統化同時協助體系供應商集中管控文件及進度，資訊透明化 

 

2.量化效益  

圖 7 及圖 8 為綠色 E 化前之效益評估基本情境與比較案例，各廠商皆可自

行套用公司的現況而逐步計算出 E 化前後可能的差異。由比較結果可以想見，

假設公司的料件及文件數愈多，流程愈複雜，系統化的需求度會愈高，而系統

化可簡省的成本則會愈高，愈能看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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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料50顆/ 年+
舊料2000顆/ 年=
2 ,0 5 0 顆/ 年

3 個拆解部位/ 顆
(假設每個拆解一份報告)

6 ,1 5 0 份/ 年

6 ,1 5 0 份/ 年
研發閱讀1 0 M in s / 份+
品保資料歸檔2 0 M in s / 份=  
3 0 M in s

1 8 4 ,5 0 0 M in s / 年

1 8 4 ,5 0 0 M in s / 年
業務報表產出
9 0 M in s*4 = 3 6 0 M in s

假設客戶報表
一季產出一次

1 8 4 ,8 6 0 M in s / 年

處理人員成本=
N T$ 3 0 0 / 時

1 8 4 ,8 6 0 M in s / 年
= 3 ,0 8 1 小時/ 年 $924 ,300年

 
圖 7  綠色 E 化前成本  

 

 
新料5 0 顆/ 年+
舊料2 0 0 0 顆/ 年=
2 ,0 5 0 顆/ 年

3 個拆解部位/ 顆
(假設每個拆解一份報告)

6 ,1 5 0 份/ 年

6 ,1 5 0 份/ 年

假設客戶報表
一季產出一次

處理人員成本=
N T$ 3 0 0 / 時

研發閱讀1 0 M in s / 份+
品保資料歸檔1 0 M in s / 份=  
2 0 M in s

1 2 3 ,0 0 0 M in s / 年

1 2 3 ,0 0 0 M in s / 年 業務報表產出
1 0 M in s*4 = 4 0 M in s

1 2 3 ,0 4 0 M in s / 年

1 2 3 ,0 4 0 M in s / 年
= 2 ,0 5 1 小時/ 年 $615 ,300年

 

圖 8 綠色 E 化前之效益評估比較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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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本文的主要精神除了強調綠色 E 化的必要性之外，更重要的其實是實務細節

的考量。導入系統並不只是跟隨著趨勢，而是要依循著自我的需求，再完美的資訊

系統如果沒有良好的團隊來應用也只是空殼；再便宜的系統如果不符合企業實務應

用則仍是浪費成本；而再完整的流程管控如果沒有上下游體系的共同配合，資訊仍

不會適時的流通，一切都會成為枉然。因此，成功導入系統的三大關鍵因素在於： 

1.組織決心：願意面對現實的高層以及執行力強的團隊是導入系統的首要條件；

沒有適合的人，做不了對的事。  

2.符合需求：企業在導入系統前，一定要先了解自己的需求才不會花冤枉錢導入

看似功能很強大，但實則淪為佔資源的龐然大物。  

3.體系合作：綠色浪潮衝擊到的電子電機產業並非單一產業，而是跨足了上下游

的體系，因此無論是否要導入系統，最重要的是體系間要有提升綠色競爭力的

決心，並有意願配合提供資料及驗證。  

本文內容不一定與所有業界先進的想法相符，但係彙整了許多廠商經驗而成

的，因此在導入系統上應仍具有一定的參考性；冀望台灣電子電機廠商能夠同步努

力，藉由綠色浪潮帶來的刺激做整體流程上的改善，提升在國際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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